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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ENSO与海洋环境和中国气候异常》内容简介：ENSO事件是热带太平洋地区海气系统年际气候变率
最强信号，对环太平洋地区海洋和气候有明显影响，是当今世界海洋和气象学的研究热点。《ENSO
与海洋环境和中国气候异常》用新的视野，重新审视ENSO循环理论，得到了全新的结果。《ENSO与
海洋环境和中国气候异常》的结果对ENSO理论有重要贡献，对海洋环境和中国气候异常的长期预测
也有重要实用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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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插图：    4.2.5 吕宋海峡贯穿流和印度尼西亚贯穿流年际变率形成机制的讨论 这里简单讨
论LST变化的物理过程，着重分析ITF变化的强迫机制，提出其形成机制的概念模型。 LST与ENSO有密
切联系。本节上述分析表明，在El Nino成熟期，NEC加强，分叉位置北移，太平洋异常水体从吕宋海
峡北侧进入南海，吕宋海峡为异常气旋性环流。此时，LST增强，台湾以东KC减弱。在La Nina成熟期
，NEC减弱，分叉位置南移，南海有异常水从吕宋海峡北侧进入太平洋，吕宋海峡为异常反气旋性环
流，LST减弱，台湾以东KC加强。显然，LST和KC流量的年际变化与NEC强度及其分叉点位置的变化
直接相关。Qu等（2003）计算分析了0～1000m NEC的分叉位置，l2月位置最北达l7.2。N，7月位置最
南为14.8N。Kim等（2004）指出，0～400m NEC分叉年平均位置为5.5N。资料分析（刘钦燕等，2006
）表明，NEC分叉位置在El Nino成熟期较正常偏北2～3个纬距，La Nina成熟期较正常偏南1～2个纬距
。在E； Nino成熟期，NEC加强，同时由于其分叉位置北移，更接近吕宋海峡，受海峡地形影响，分
叉后北分支（KC）中的U分量增加，V分量减小，它增加了LST的强度，同时减弱台湾以东KC强度。
在La Nina成熟期，NEC减弱，同时由于其分叉点位置南移，离吕宋海峡较远，受菲律宾东岸地形强迫
，分叉后北分支（KC）的U分量减小，V分量增加，由此致使LST减弱，台湾以东的KC加强。Qu等
（2004）认为，是LST以“海洋桥”的方式将ENSO信号传递到南海，在El Nino期间，LST大于常年，
在其成熟期达到最大，在La Nina期间，LST小于常年，在其成熟期达到最小，而LST年际变化与吕宋以
东KC输送相反。刘钦燕等（2006）则用入隙／跨隙（Sheremet，2001）来解释，认为在El Nino期间，
赤道太平洋风场变化导致NEC增强，NEC分叉点北移，因此KC和MC的体积输送分配产生变化，MC
增强，而KC减弱。KC输送减少会导致在吕宋海峡通道处出现人隙现象，有利于太平洋水体进入南海
。La Nina期间相反。本节提出的控制机制与之有所区别。刘钦燕等（2006）定义的KC流量为通过菲律
宾东岸至130E沿18N的水体通量，当分叉位置变化时，通过这一范围内流量肯定会发生相应变化。KC
流量在分叉点为零，短距离内随离分叉点位置的增加逐渐加大后稳定。分叉位置南移时，KC大值V分
量流经这一区域，流量加大，分叉位置北移时，KC小值V分量流经这一区域，流量减小，但这并不能
代表NEC分叉后的KC总体流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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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ENSO与海洋环境和中国气候异常》论点新颖，内容丰富，对深入研究ENS0动力学机理及长期海洋
和天气预报有重要意义和实用价值。适用于从事海气相互作用研究的研究生、科研工作者、海洋和气
象台站天气预报人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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